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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评比，是上级指导、督促、帮助
下级抓好工作落实，激励担当作为的有
效方式。平时工作中，以战斗力标准为
量度的检查评比活动必不可少。

然而，部分单位开展检查评比时，
机关科室各自为政、评分内容繁冗过
细、检查标准层层拔高、查究问题矫枉
过正……基层迫不得已安排迎检“专业

岗”、设置内务“样板间”、清空物品“格式
化”、费心劳神“补窟窿”……使出浑身解
数“求”高分、“争”先进。如此这般，不仅
没有指导基层解决问题，还牵扯精力、增
添压力、削减战力，背离检查评比初衷，
评出的“先进”官兵也并不买账。

检查评比产生“负能量”，根本还
是政绩观不端正。郝小兵认为，要想

破除形式主义“坚冰”、真正为基层减
负，党委机关必须在检查评比中精心
统筹、倾听意见、不断改进、科学指导，
真正“查”出真问题、“评”出战斗力。
单位先进不先进、正规不正规，还是要
多在基层满意度和战斗力贡献率中找
答案，您说呢？
文/周鹏搏、李恒剑 图/颜 壮、任增荣

莫让检查评比产生“负能量”

盛夏季节，营里按计划组织 5公里
武装越野训练。

出发前，连长许宁波动员道：“三个
连队一起跑，就是不评比的评比，我们的
目标是拿下第一名！”

听着鼓舞人心的动员，平时跑步刚
过合格线的我心里更是打鼓：前一阵子
在外担负修理保障任务，跑步成绩有所
下滑，今天怕是要麻烦别人了！

果不其然。还没跑两公里，我就
有点跟不上队伍了。“来，把你的装具
和枪都给我！”班长朱保安跑到我身
边，把我身上的背包卸下来背到他身

上，又接过我的枪，撂下一句话，“你赶
紧往前跑，追上去！”

卸下负重，我肩上一轻，脚下也有了
劲，咬着牙向队伍前面追了上去。一路
上，我看到队伍中几名体能尖子都是“双
倍负重”，心里不禁嘀咕：幸好是训练，要
是真打仗出了什么情况，像我这样手里
没枪没装具的战友可咋整？

眼见终点在望，连队遥遥领先即将夺
冠。突然，营区广播响起警报：“全体注
意，通过染毒地域，迅速做好防护工作！”

糟了，我的装具都在班长那里。“班
长，防毒面具……”我大喊道。一时间，
队伍里帮我找人的声音不绝于耳。紧
凑的队形，也被这个“突发情况”打乱了
阵脚。

到达终点时，我因为和班长离得远，
连防毒面具都没来得及戴上，连队因此
被扣了不少分。没想到，连长并没有责

怪我，而是连夜召集全连官兵开了一场
训练恳谈会——
“提两把枪冲刺的‘经典照片’，现在

看来就是‘反面教材’，真上了战场可不
行”“生活中相互帮助是好事，片面追求
成绩互相背装具，这样的‘体力互助’不
可取”“任何情况下，装具和枪都不能交
给别人”“经常被班长推着跑，我心里产
生依赖感，长远来看也不利于自身训练
拔节”……检讨反思中，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每个人都一针见血地查摆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连队迅速拟定了训
练补差计划。之后不久，几名跑步快的
“飞毛腿”带着我和几名战友组建了一个
“业余跑团”，最近大家的成绩提升都很
大。6月初，我因成绩突飞猛进，还被评
为“训练标兵”，照片挂上光荣榜的时候，
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高旭尧整理）

穿越染毒地域，我却没有防毒面具……
■第73集团军某旅修理四连战士 邱世恒

“鼠标一点，鸟瞰边关；足不出户，
实时监控。”

6月下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部队
管理科参谋张洵端坐在视频监控平台
前环视营区，突然，他在屏幕上发现，十
四连营区竟没有哨兵执勤。

当即，张参谋致电十四连连长葛
勇询问情况。电话那头，坐在连部的
葛连长却一脸不解：窗外，哨兵明明精
神饱满、军姿挺拔地站在岗亭内，缺岗
从何谈起？

一边说是看不到哨兵，一边说是哨
兵仍在，几通电话过后，张参谋和葛连
长终于弄清楚了矛盾点所在：执勤哨兵
所站的位置，是岗亭墙壁处，而那正是
摄像头扫不到的视觉盲区。

偌大的岗亭，哨兵为啥偏偏站在视
频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凭着多年的带
兵经验，葛连长觉得其中存在猫腻。私
底下，葛连长与多名官兵交谈了解到，
他们果然是刻意为之，目的就是躲避摄
像头的追踪，非但是站岗，其他时间也
不例外：路过操场，有的官兵要不绕道
远行，要不改抄近道，就是不从操场上
摄像头覆盖区域前行；周末休息时间，
大家坐在教室里观看电视时总是下意
识分坐两侧，生怕机关通过中间的摄像
头看到自己……

近年来，该旅开发完善了一套视频
监控平台，成功解决了所属营连点多面
广、管理困难的问题，大大减少了管理
上人力物力的消耗。然而，随着机关利
用该平台对各分队视频抽查、问题通报
的力度不断增加，基层官兵对摄像头越
来越惧怕，寻找视频监控盲区成了不少
官兵规避检查和通报的一条“捷径”。

战士们为何总爱躲着摄像头？为
弄清楚现象背后的原因，机关分赴基层
展开调研，他们发现：官兵对摄像头敬
而远之，诚然有怕被机关纠出问题、通
报问题的原因，但机关也存在不可推卸
的责任。
“一些小问题，机关总是揪住不

放，上纲上线通报”“总感觉有一双无
形的眼睛监视着自己”……座谈会上，
一些基层官兵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
合理运用视频监控平台纠治大家违反
条令条例的行为，谁也不会有怨言；可
如果机关单凭喜好，总是查找无关痛
痒的问题，只是为了通报而通报，就有
点本末倒置。
“视频抽查应当秉承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态度，切不可任性而为，把基
层置于对立面。”检讨反思后，机关明
确向基层表态：以后视频抽查会坚持
实事求是原则，纠正“当面不讲、过后
通报”的行为，通过视频监控当场发现
问题后立刻通知连队整改，在通报批
评中，不会紧咬小问题不放，而是选择
严重的、典型的问题，以起到管理督促
部队的作用。
“自己做好了，就不担心机关的

抽查！”如今，视频监控真正成为了该
旅管理部队的信息化好帮手，官兵纷
纷表示：不用再承担无谓的压力，能
够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严格要求自
身、落实条令条例上，聚精会神抓练
兵备战。

战士们为何总爱躲着摄像头？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关 磊 毛林飞

潜望镜

开发完善视频监控平台的初衷，是

根据边防部队点多面广的实际，通过信

息化实现“远拉近、小放大、散集中”，便

于部队指挥、部队管理。

可在实施过程中，缘何变成基层官

兵人见人怕的“马蜂窝”，远远看到就想

躲开呢？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部队管理

工作出现了偏差，让官兵深深感受到了

压力：本可以一个电话解决的问题，非

要拿到交班会通报讲评；本不是问题的

问题，硬生生被写成了问题……官兵最

怕机关在管理中刷存在感，最怕机关时

时刻刻想找茬，最怕机关把基层当作对

手来对待。

“春风化雨润无声”这个道理在管

理中同样适用，真正高明的管理模式，

应该是“管理明明在，你却感觉不到它

存在”。如此，才能真正让机关基层产

生双向信任，促进部队各项建设稳步

推进。

管理，呼唤“春风化雨润无声”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吴银华

记者探营

6月下旬，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官兵组织舞龙、舞狮等特色文化

队伍走上街头开展活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刘春辉摄

6 月中旬，年届 30的第 71集团军
某旅上士卜声慧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和前不久回家相亲的女孩正式确立了
恋爱关系。

这几年，家人朋友张罗的相亲、
部队组织的“鹊桥会”，卜声慧没少参
加，期间也不乏一些女孩对他“一见
倾心”，但是由于归队经常“失联”，
好不容易擦出的爱情火花，还没来得
及燃旺就一次次熄灭了。老卜常常自
嘲：“相亲官兵最尴尬的事，是相亲对
象闲着无聊，而我却没有手机。”

因手机使用管理造成烦恼的，远
不止卜声慧一人。下士宋佳琪说了这
样一段经历：去年秋天，为办理家里
宅基地的事项，他需要经常联系当地
政府部门。可是，他能使用手机的时
候，政府部门不上班，只好每天向连
队申请正课时间取用手机，每天要来
回几次申请、存取，麻烦到心累……

使用手机的人希望管理更宽松，
方便获取资讯、联系家人、聊天娱
乐，而管理者则担心网上有陷阱、保
密存隐患、游戏耗时间。两者之间的
矛盾能不能解决？起初，该旅保卫科
干事翻书籍、搜资料、查条令，梳理
汇总出包括购置审批、职责分工、奖
励与惩处等方面在内的共 8章 43条具
体规定。没承想，新规定张贴公示没

多久，保卫科的网上信箱便被官兵吐
槽声淹没——规定通篇除了“严禁”
就 是 “ 不 得 ”， 手 机 拿 着 都 “ 烫
手”……

本想服务基层，却被官兵“狂怼”。
“既然基层官兵是使用手机的主体，何不
让他们参与制定管理规定？”旅领导一语
点醒梦中人，保卫科将工作思路由“单
项决定”改为“双向共议”，打出一套
“三下两上”的组合拳——

选择勤务保障营作为试点单位，
将新规定的拟制工作交由基层来办。
营里拿出初稿提交机关，业务部门分
门别类对其中模棱两可、界定不清的
问题一一给出解决办法，形成“待修
版”下发全旅各营连供官兵讨论。机

关再将反馈意见进行梳理，对规定进
行补充完善形成“优化版”，并对官兵
提出的一些未采用建议作出解释。

最终，这份源自基层的手机使用
管理规定只有 3 页纸，通篇不见大
话、套话、空话，简洁明了地对 3个
方面、10个具体问题进行了界定和规
范，并对 5种特殊情况进行了“补充
说明”。
“新规定管理有情、使用有理、处

罚有据，‘刚柔并济’中体现出人文关
怀。”虽然平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每
天能够通过视频、语音、图片等形式
和家人分享喜悦，通过网络参与家庭
生活，防化营上士马坤感到自己虽然
身在军营，但离家并不遥远。

第71集团军某旅集中官兵智慧优化手机使用管理，在条令条例框架内画出最大同心圆—

一份手机使用管理规定出台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孙鲁鹏

哲学上有种说法，越是低层次的微

观世界，就越接近事物的本质与规

律。所以，越是身在基层，越是普通一

兵，越能敏感地觉察到政策法规的失

误与偏差。

身为管理者，我们常常陷入这样一

种“难堪”境地：费心费力拟定出台的一

项规定，却引来官兵议论纷纷甚至情感

抵触。究其原因，就是有的政策制定单

纯由上层“单头决断”，难免会与基层实

际相脱节。

要使规定政策执行起来更有“生命

力”，顶层设计必不可少，基层智慧和反

馈同样不可或缺。多给战士一些决策

话语权，充分发挥官兵在部队建设中的

主体作用，促进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

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官兵对政策规

定的认同感、落实力。

决策不妨多听听战士的
■施 毅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目前，全军

各级认真贯彻《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

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精神，积极

为基层减压减负，为勇于担当、干事创

业者搭建平台，有效激发了官兵练兵

备战热情。

然而，我们也发现一些以减负之名

行怠工之实的现象：有的把减负等同于

少干活，工作能不干就不干；有的把减

负等同于降低标准，本该高标准完成的

工作应付了事；有的把减负等同于简单

压减，该开的会议没开，该搞的教育没

搞，影响了工作质效，等等。这些问题，

反映了少数官兵缺乏主动担当作为，需

要引起各级重视并予以纠正。

曾经，文山会海、层层加码、检查考

核过多过频、痕迹主义等占用基层大量

时间、耗费大量精力，令官兵叫苦不

迭。为基层减负，就是要减去制约备战

打仗的繁重事务，减去影响部队履行使

命任务的羁绊拦阻，减去强军征程上的

包袱积弊，使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广大基层官兵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谋战研战练战。

但如果打着“减负”的旗号不干事，以

“减负”为借口懒作为、不作为，就会形

成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背了中

央精神的初衷。

减负不是减担子、减责任，图轻松、

少出力，相反，我们更应该扛起如山使

命、砥砺前行。“基层减负年”更是担当作

为年、干事创业年，特别需要我们处理好

减负担与强责任的关系，认真履职尽责，

“撸起袖子加油干”，拿出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劲头，以更高标准、更大决心扎实

推进各项任务精准落地、高效落实。

减负不能减责任
■彭巧云 廖敬文

短 评


